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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邓海湿地公园低碳旅游的实现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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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 】低碳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
,

是生态旅游的升级
,

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
。

本文分析了凉山 州湿

地公园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
,

从旅游规划
、

提高旅游者和从业人员的低碳意识
、

以及政府的 支持和参与等方 面阐述湿地公

园的低碳旅游实现方式
。

旨在引导人们将传统的大众旅游转变为低能耗
、

低排放的低碳旅游
。

【关键词 】低碳旅游 邓海湿地公园 实现方式

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
一 一 一

一
、

引言 教育
、

监测
、

生态旅游等活动的特定区域
。

湿地与森林
、

海洋并称全球三大生态系统
,

享
“

低碳旅游
”

概念的正式提出比较晚
,

最早见于

有
“

地球之肾
”

的美誉
。

在调节生态
,

保护环境方面 年 月世界经济论坛 《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

具有不可替代性
。

虽然湿地在地球表面 的覆盖率 业 》的报告
。

目前
,

学术界对于什么是
“

低碳旅游
”

仅有
,

但却为地球上 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 还没有统一的概念
,

但是普遍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

环境
,

不仅如此 湿地还是陆地上天然的蓄水池
,

在 深层次的环保旅游
,

是运用低碳经济理论
,

以低能

调节气候
、

蓄洪防旱
、

讲解环境污染等方面起着极 耗
、

低污染
、

低排放为原则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与

重要的作用
,

同时
,

湿地也是许多野生动物
,

珍惜水 环境
。

低碳旅游既包括旅游生产的低碳化
,

也包括

禽的繁殖和越冬地
。

因此
,

在湿地公园进行低碳旅 旅游消费的低碳化
。

就旅游生产而言
,

各旅游企业

游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
。

应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
,

节能减排
,

减少二氧化

低碳经济是现代社会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
,

是 碳排放 就旅游消费而言
,

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

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一次转变
,

是进人 世纪 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
,

选择低碳排放的交通工

年代以来
,

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提出的
。

低碳经 具
,

携带环保行李
、

住环保旅馆等
。

济是以低能耗
、

低污染
、

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
,

本文认为
,

湿地公园的低碳旅游就是指在湿地

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
,

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 公园的开发规划
、

建设
、

以及经营过程中运用低碳

新
,

结合产业转型和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
,

尽可 策略
,

每个环节都努力做到低碳减排
,

维护生态系

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
,

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统的平衡
,

达到对湿地公园的保护
。

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
。 “

低碳
”

这一概念 三
、

工仔海湿地公园简介

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是在 年哥本哈根会议以 邓海
,

古称邓池
,

其形成至今约 万年
。

邓海

后
。

在全球人 口和经济规模不断增长
,

全球气候变 集旅游
、

灌溉
、

天然养殖
、

净化环境和调节小区气候

暖给人类生存带来严峻考验
,

各国都积极倡导发展 等多种功能为一体
,

是西昌城区最重要的饮用水

低碳经济的背景下
,

旅游业也掀起了低碳旅游的热 源
,

是我们的
“

母亲湖
” 。

由于种种原因
,

邓海水域

潮
。

尽管旅游业一度被人们认为是
“

低能耗
、

低排 面积不断缩小
,

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
,

邓海周

放的无烟工业
” ,

但随着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
,

旅游 边大兴围海造 田
、

围海造塘
、

网箱养鱼
,

近 的滩

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有 目共睹
。

据统计
,

目前 涂
、

苇塘
、

湿地遭到严重破坏
,

导致水质下降
,

水域

整个旅游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率已经 占了 面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平方公里降至不足
一 。

如果不转变旅游方式
,

到 年
,

旅游 平方公里
。

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增加巧
,

整个旅游业的温 邓海周边湿地恢复工程共规划西北岸
、

东北

室气体排放对全球变暖的贡献率将增加
。

岸
、

南岸三大片湿地
,

总面积近 万亩 平方公

二
、

湿地公园低碳旅游的含义 里
,

分为六期进行恢复建设
。

年 月邓海湿地

湿地公园就是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
,

合理利用 完成了第一期
“

观鸟岛湿地
”

恢复工程 年 月

湿地资源为 目的
,

可供开展湿地保护
、

恢复
、

宣传
、

邓海湿地完成第二期
“

梦里水乡湿地
”

恢复工程

收稿日期 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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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第三期
“

烟雨鹭洲湿地
”

和第四期
“

西波

鹤影湿地
”

同时完成
,

已使邓海水域从 平方公里

恢复至 平方公里
,

形成山
、

水
、

城
、

湿地相依相融

的独特景观
。

预计邓海湿地五期
“

四季花海
”

和六

期
“

枫林光影
”

湿地完成 以后邓海的水域面积将恢

复至上世纪五
、

六十年代的 平方公里
。

四
、

工仔海湿地公园低碳旅游存在问题
一 建设中未遵循低碳原则

邓海湿地公园一共六期工程
,

尽管在规划中政

府高度重视
,

在高起点的规划理念下
,

注重环保
,

注

重可持续发展
,

但是在开发建设过程中
,

传统模式

仍然 占了统治地位
,

污水
、

废气
、

垃圾等到处堆放
,

污染严重
。

在湿地公园的建设过程中
,

多次将人造

湖中的水抽干
,

景区建设时黄沙漫天
,

已培育的小

型花海由于管理不当全部枯萎
,

这些都造成了环境

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
。

邓海湿地公园内有多处茶楼
,

虽然可 以为游客

提供游览时的体息场所
,

但该茶楼所用能源是否清

洁
,

经营过程中的垃圾
、

废水如何处理
,

是否破坏景

区生态环境等问题都值得认真考虑
。

二 低碳设施不完善

值得肯定的是
,

邓海湿地公园景区内禁止机动

车进人
,

只有步行道和自行车道
。

但景区内低碳设

施仍不完善
。

例如
,

景区内园艺灌溉还采用的老式

灌溉
,

灌水时任其在地面漫流
,

是一种比较粗放的

灌水方法
,

灌水均匀性差
,

水量浪费较大
,

无法达到

水资源的合理利用
。

垃圾分类处理还有待改进
,

虽

然垃圾桶分有
“

可 回收
”

和
“

不可回收
” ,

但大部分游

客并不明白什么东西可 回收
,

什么不可 回收
,

这样

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
,

如果在垃圾桶

上标注好哪些东西可 回收或不可回收
,

将很大程度

改善这一状况
。

同时
,

目前使用的一次性纸质门票

也不利于回收和重复利用
。

三 游客低碳旅游意识薄弱

游客低碳意识薄弱是旅游 中普遍存在的 问

题
。

在邓海湿地公园景区内常见游客钓鱼捉虾
。

游览过程中大部分游客未 自带饮用水
,

多饮用瓶装

水
。

产生 的垃圾随意丢弃
,

有的甚至丢弃到水域

内
,

产生污染的同时给清理带来了很多麻烦
。

游览

中没吃完的食物随意丢弃
,

既造成了浪费又污染环

境
。

洗手后不关紧水龙头
。

购物时未携带可重复

使用的环保购物袋
。

草坪被人们肆意践踏
,

游客或

是三三两两坐在上 面
,

或是在草地上嘻哈打闹
、

拍

照
。

离开时
,

很多游客除了带走照片还带走美丽的

花朵
。

如此等等皆显示出游客对碳旅游意识薄弱
。

四 导游及景区从业人员低碳意识薄弱

在旅游活动中
,

导游向游客提供向导
、

讲解以

及相关服务
。

导游的宣传和教育对于旅游者树立

良好的环保意识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
。

但遗憾的

是
,

目前导游在带领游客游览邓海公园时
,

大多都

是从公园的自然景观来介绍
,

很少有导游在旅游活

动的时候提醒游客注意低碳环保或是用 自己的行

动去引导游客
。

而邓海湿地公园景区从业者也大

多未经过低碳意识的培训
,

低碳意识较为薄弱
。

五
、

工仔海湿地公园低碳旅游实现方式
一 规划

、

建设遵循低碳原则

在景区规划时就应遵循低碳原则
,

在建设过程

中更应将低碳原则落到实处
,

从材料的选用
、

设备

制造
、

施工建造的过程中都应尽量使用环保材料
、

清洁能源
,

提高效能
,

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
。

优

先使用本地产品
、

季节产品及简单包装的产品
,

都

是低碳的体现
。

景区建成后的宣传工作也要注意低碳化
,

应充

分利用网络资源
。

不仅可 以减少旅游宣传印刷品

对环境的污染
,

还可 以省去邮递成本
。

同时由于网

络的覆盖面广
,

服务效率可 以大幅提高
。

游客以较

少的花费和较低的成本就可获得尽可能多的旅游

景区的信息
,

旅游景区不仅为游客带来便利
,

也降

低了自己的宣传成本
,

实现了信息宣传的低碳化
。

二 加强低碳旅游设施建设

旅游设施是旅游活动的载体
,

在旅游活动过程

中
,

旅游者吃
、

住
、

行
、

游
、

购
、

娱各个旅游环节的具

体实施
,

必须依托各种旅游设施和工具
。

就交通工

具而言
,

景区应尽量使用清洁能源作为景区的能源

动力
,

主要以 自行车
、

电瓶车等低碳工具作为交通

工具 就旅游生活设施而言
,

景区应努力做到在
“

景

内游览
,

景外吃住
”

就旅游服务设施和活动设施而

言
,

景区应利用新技术实现
“

绿色建筑
” “

低碳设施
”

等旅游设施的建设
。

由于凉山州海拔高
,

日照好
,

景区可以利用该优势
,

多利用太阳能
,

如太阳能热

水
,

太阳能照明等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在景区内推广

能重复使用的电子门票
、

注意垃圾分类处理
、

使用

生态厕所都是低碳设施的建设
。

三 加强低碳知识的推广
,

鼓励旅游者低碳消费

首先
,

政府应大力倡导公众进行生态
、

健康
、

绿

色的低碳旅游方式
。

充分利用新闻媒体
、

宣传册
、

宣传栏等多种形式
,

开展有关低碳旅游的宣传活

动
,

向公众普及低碳知识
,

包括对低碳旅游的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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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倡导
。

比如一些网站推出的
“

碳补偿
”

计划
,

即根据其行程计算出旅游者在此次

旅行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
,

并计算出减少这些二氧

化碳所需种植的树木数量
。

这样游客便知道如何

来补偿自己旅游过程中因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

染
。

其次
,

景区要重视对旅游者的教育
,

加强低碳

旅游知识的普及
。

可 以通过树立标识牌
、

利用宣传

栏
、

制作宣传册等手段
,

全方位展示关于低碳旅游

的知识
,

积极促进低碳旅游的发展 导游在为游客

讲解的过程中
,

要特别加强对低碳理念的讲解
,

采

用一些易于理解的讲解方式
,

达到传播低碳理念的

目的
。

通过一些方式倡导和鼓励在湿地公园游览

的游客贯彻低碳旅游
。

例如
,

倡导游客选择自行车

或步行
,

这样既体验野外的自然风光
,

回归大 自然
,

同时也能为低碳作出贡献 倡导游客不浪费粮食
,

多选择蔬菜等低碳健康食物 倡导游客爱护景区环

境和设施设备
,

节约用水 倡导游客不使用一次性

餐具
、

鼓励 自备环保餐具 倡导游客携带环保行李
,

购买物品时尽量使用环保袋
,

选择包装简单的旅游

纪念品 倡导游客 自带饮用水
,

拒绝瓶装水
,

减少废

弃垃圾量和资源浪费量
。

这些是每个旅游者稍加

注意就能做到的最简约的低碳旅游方式
。

四 加强对景区从业人员低碳意识的培养

湿地的保护和建设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
,

在规

划
、

建设和管理中可以采取
“

引进来
,

送出去
”

的措

施
,

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训
。

一方面可以邀请国内

外相关的学科专家
、

学者
、

技术人员和景区管理人

员来传授知识经验
,

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景

区建设办法 另一方面
,

可以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各

种培训
,

通过学习
,

提高 自身的素质和专业水平
,

推

动湿地景区的低碳旅游的实现
。

五 立法保证
,

政策支持

低碳旅游是旅游业的未来
,

要使低碳旅游得到

真正的贯彻落实
,

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
。

首先应

加快立法工作
,

制定旅游业低碳建设的法规
,

从法

律和制度层面将低碳旅游标准化和制度化 其次要

出台相应的激励和惩罚措施
,

制定新的旅游行业低

碳标准
,

规定旅游企业的准人门槛
,

对于低碳排放

的企业给予奖励
,

优惠
,

减免税收
。

对高污染
、

高排

放的旅游企业应加大税收和监管力度 再次投人适

量资金引进新能源
、

新材料
、

新技术
,

对于低碳项 目

要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
。

最后
,

加大低

碳旅游
、

低碳生活的宣传活动
,

多做公益广告
,

强化

公众意识
,

促进公众践行低碳旅游
、

低碳生活
。

六
、

结束语

湿地的功能非常丰富
。

湿地是重要的物种栖

息地
,

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独特的生存环境和丰

富的遗传物质 湿地是天然的空调器和加湿器
,

特

别是在炎热的夏季
,

湿地对周围气温有明显的调节

作用 湿地是天然的蓄水库
,

不仅可以调蓄洪水
,

还

可以补充地下水 湿地是天然的污水处理厂
,

它具

有很强的降解和转化污染物的能力
。

湿地是人类

的宝贵财富
,

在湿地开展旅游活动
,

必须遵循可持

续发展的原则
,

坚持低碳旅游
,

只有这样湿地的资

源和环境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
。

总之
,

低碳经济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
,

只有

坚持走低碳发展道路
,

我们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可持

续发展观
。

而作为社会最重要产业之一的旅游业
,

只有向低碳方向转型
,

才可 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

发展
。

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
,

低碳旅游的实现方式

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
,

人们观念的转变而变得更

加丰富多彩
,

可以预见
,

只要坚持低碳旅游的发展
,

旅游业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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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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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碳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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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宁低碳经济视角下低碳旅游实现方式研究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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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雅玲 水利 风景区湿地景观的保护和建设 叫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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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梅 我国低碳旅游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叫 南京 武汉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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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嘉龙 旅游区生态循环与低碳运行模式研究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社
,

郭信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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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俊慧基于低碳经济的旅游业发展对策研究叶现代物业杂志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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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云 湿地公园的 生态旅游规划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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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丽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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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嘉恩
,

叶延琼 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旅游业角色转型及旅游规划应对策略研究网 北京 中国环境科

学出版社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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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志明 浅析邓海湿地公园低碳旅游的实现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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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
,

第一要务是保障经费投人
,

加强救助 的软硬

件建设
,

加大从业人员培训
,

练就和拓展服务机

能
。

第二
,

必须建立救助 网络体系
,

组建以城市为

单元的各职能部门快捷联动的横向互助平台
,

构建

从中央到地方
、

从城市到乡村
、

从沿海到内陆的无

缝链接的全国救助 网络体系
,

避免
“

肠梗阻
” 。

第

三
,

急需构建生活救助与技能培训一体化的救助系

统
,

对于没有自食其力的重在生活救助
、

心理救助
、

医疗救助 对于能 自食其力的或年富力强 的
“

懒

人
” ,

在给予
“

救助权
”

的前提下
,

开展 自强 自立教

育
、

从业技能培训或遣送回家
,

也可采用媒体曝光

等形式让
“

懒人
”

学会自尊
。

第四
,

坚持自愿救助的

原则
,

只要流浪人员没有涉及公共安全或他人合法

利益
,

只要乞讨者未采用过激行为
,

社会也应该给

他们一个
“

流浪权
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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